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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7.2 相交线（2）》教学反思

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王晶晶

《相交线》分两个课时，第一课时，主要是知道平面上

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后，研究两条直线相交以及两条直线同

第三条直线相交的情况。本节课是第二课时，研究两直线相

交的特殊情况——垂直，即交角等于 90°的情况，以及如何

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。两直线的位置关系是学习几何知

识的基础，对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。

学生在小学就认识了什么叫两条直线垂直，会画一条直

线的垂线，具备作图探究能力。本节的难点是对垂线段最短

的验证，以及点到直线距离的理解。本节课依据“五学流程”，

教学过程如下：

一、问题导学

第一课时布置了“最美姓名”的作业，学生将自己姓名

的笔画都画成线段，在自己的姓名中找三对对顶角、同位角、

内错角、同旁内角。学生对这样的作业特别感兴趣，一部分

同学写出了几十对角。教师对作业进行点评后，引导学生从

线与线的位置关系角度观察老师的名字“王晶晶”有何特点，

学生发现：所有相交线都互相垂直。教师借机提出问题：两

直线相交与垂直有何关系？学生从“过程”与“位置”两个

方面认识垂直，并从中积累活动经验。教师用规范的数学语

言给出垂直的定义，使学生对垂直从直观认识上升到理性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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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。

二、自学探究

教师提出问题已知直线 l,画出 l 的垂线，能画出多少

条？学生通过作图很容易发现，一条直线的垂线有无数条。

教师追问：过一个点画出 l 的垂线，依然能画出无数条吗？

学生动手作图，点可能在直线上也可能在直线外，学生可能

考虑不全面，此问题通过学生作图确认垂线的存在并且是唯

一的，同时体会分情况讨论的数学思想。学生会画一条直线

的垂线，但对几何语言的使用不熟悉。所以学生展示的过程

中，教师强调作图的数学语言并板书。学生通过自己的作图

获得基本事实：经过直线上或直线外一点，有且只有一条直

线与已知直线垂直。教师继续追问：同学们会画直线的垂线，

过一点画线段的垂线怎么画？

学生在操作和展示的过程中认识到，作线段或射线的垂

线，也就是作它们所在直线的垂线。

三、互学交流

实际问题：在灌溉时，要把河中的水引到农田 P 处，如

何挖掘能使渠道最短？

学生根据生活经验，很容易抽象出几何图形和最短路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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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如何验证自己的猜想是本节课的难点。给学生充分的时间

画图操作、观察、比较、小组交流、小组展示，从感性体验

发展为理性认识：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连接的所有线段

中，垂线段最短。教师给出定义：垂线段的长度称为点到直

线的距离。在展示的过程中，会出现度量法，叠合法，直角

三角形证明等方法，通过对比这些方法，让学生更深入认识

数学方法的特别点，逐步从直观观察，合情推理，向逻辑推

理过渡。

四、拓学助学

基础练习：如图, CD⊥AB, AC⊥BC ,线段 AC，BC，CD

中最短的是( )

A. 线段 AC

B. B.线段 BC

C. C.线段 CD

D. D.不能确定

此练习很容易得到答案，难点在于解释 CD 最短的原

因。学生需要从图形中找到 AC,CD,BC 是直线 AB 外一点与直

线 AB 上三点的连线，垂线段最短。学生也可能出现度量法，

直角三角形证明等方法，均给予肯定。

拓展练习：对于以上图形，你还能结合所学知识提出哪

些问题？

图中的每一条线段都可以看做是一点到一条线的垂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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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。通过开放性问题，照顾不同层次的学生，学生可根据自

己的认知水平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，深入理解点到直线的距

离相关概念，突破难点。

五、课堂小结

教师引导学生对本节课所学知识进行梳理，鼓励学生大

胆交流，回顾直观认识---动手操作---理性认识的学习过程。

本节课知识点比较琐碎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规范数

学语言的使用，引导学生会用数学语言进行表达。注重培养

学生的推理素养，由直观感受过渡理性思考，由具体形象思

维过渡抽象逻辑思维，由说理过渡到推理。

初中几何课程应关注小学学过的内容，思考初中的课教

学重点是什么，和小学的课程有何不同。在今后的教学中更

要注重挖掘教材，合理布置作业，通过对习题的变式和拓展

达到减负增效的目的。

不足：在学生说明“垂线段最短”的展示过程，学生给

出了三种方法：交截法，度量法，直角三角形证明，在评价

中应该比较这三种方法，让学生更深入认识数学方法的特点，

逐步从直观观察，合情推理向逻辑推理过渡。


